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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案說明 

 

學校名稱： 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（幼稚園部）

主題名稱： 環保小先鋒─空罐子 

主題目標： 透過主題讓兒童認識環保的概念，

培養兒童多元智能的發展，建立保護

環境良好的生活態度；並透過家長的

配合，把學習活動延伸至生活上的實

踐，從而培養兒童環保的生活習慣。 

班  級： 低班 

教學時段： 4 月 11 日至 5 月 20 日(共四週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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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(幼稚園部) 

主題：環保小先鋒──空罐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班級：低班   

課程設計：設計理念緊扣本校的辦學理念，讓兒童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中，

認識健康生活的重要，發展自我管理及獨立思考的能力，培養關心自己及

他人的態度，以促進全人發展。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總目標：透過四週的主題教學，讓兒童認識環保的概念，培養兒童多元智能的發展，

建立保護環境良好的生活態度；並透過家長的配合，把學習活動延伸至生活上的實

踐，從而培養兒童環保的生活習慣。 

認知層面：認識製造不同垃圾的成因、垃圾對人們和環境的影響及保護環境的方法 

能力層面：分類、自我管理（環保方面）、判斷、協作、創作及表達能力 

態度層面：培養珍惜資源、建立良好的飲食習慣和愛護環境的態度 

 垃圾的成因 

 垃圾對人類及環境的影

響 

 垃圾的分類 

 

副題一：認識垃圾  

 

目標：認識垃圾的成因，探討

每日大家製造多少的垃圾和

處理方法，從而學習垃圾對地

球所造成的污染。 

副題三：環保小先鋒 

 

目標：培養自己成為環保的公

民，想出不同的方法去保護地

球，包括把一些廢物再造成為

有用的東西，減少製造垃圾。

副題二：垃圾的處理方法 

 

目標：認識垃圾的處理方法，

了解垃圾堆填區的運作和所

遇到的問題，從中認識循環再

造的意義及方法。 

 減少製造垃圾 

 家校共同實行環保計劃 

 探索舊物品可有其他用

途，並加以設計及製造 

 自我檢視生活習慣 

 

 堆填區 

 循環再造 

 環保回收箱 

 各種垃圾處理方法的優

缺點 



©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學校（幼稚園部） 

©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 

每天教學計劃 

班別人數：  14 人 班別：   低 班 B 

日     期： 2011 年 5 月 11 日（星期三） 

分     題： 循環再造標誌 

每日教學目的： 

－ 能認識循環再造的標誌 

－ 能認識可循環再造的物品 

－ 能說出循環再造的原因及好處 

 

教學程序 

時間 教學內容及步驟 教具/物資 

主題 

約 30 分鐘 

過程： 

－ 老師預先搜集有循環再造標誌的物品（事前亦請幼

兒帶舊物品回校）。 

－ 出示不同的物品，讓幼兒觀察及找出有沒有循環再

造的標誌，請幼兒想想的意思。 

－ 與幼兒討論及引導他們理解標誌的意思，並解釋循 

環再造的過程。 

－ 利用《空罐子》的故事 20－21 頁，討論小罐子的再 

造過程。 

－ 出示再造的過程卡，請幼兒分組完成。 

－ 請幼兒分組討論把垃圾循環再造與放入垃圾箱的分 

別。 

－ 分享循環再造的好處和原因。 

－ 派發工作紙，請幼兒在分組或回家後記錄自己發現

有什麼東西都有循環再造的標誌，回校作分享。 

 

標誌 

故事書 

程序卡 

循環再造的

物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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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-2011 年度  教學反思表 

主題： 空罐子   

日期： 11-5-2011 

反思內容： 

 

（五）反思總結： 

 

幼兒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有接觸過循環再造的標誌，所以大部分幼兒都能猜出

循環再造的定義，這有助帶入今天的故事內容。幼兒對一起探討循環再造的過程表

現得十分投入且有興趣，因此，老師亦臨時請幼兒在課室中找找有沒有東西印有循

環再造的標誌，讓他們主動觀察及發現，最後討論把東西放入垃圾筒還是用來循環

再造的方法較好，從中能滲入環保的重要，幼兒亦能掌握。 

 

 


